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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初夏，西集镇通清路一侧的“盛世润
禾”园区，3万株苗木新绿绽放。上千棵顶着“锅

盖头”的景观榆树列队勾勒出一条笔直的柏油
路。一台“长城炮”从园区深处疾驰而来，绕过

一株顶着宽阔树冠的白榆环岛稳稳停到大门
口。驾驶位下来一位身形娇小、长发飘飘的“小

姐姐”热情温柔地打招呼，与眼前这台剽悍的越
野四驱车形成强烈反差。这位就是今天的主人

公——通州区“金剪子”“通州工匠”，北京盛世润
禾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技术经理甄优美。

7年青春时光与乡土植物为伴，采种、育苗、修
剪，天天在阳光下干活儿，晒出了她一身健康小麦

色。“我觉得自己就像这些榆树一样在这儿扎根、
展枝、散叶，一起成长。”她说。

榆树是北京及许多北方地区的乡土树种。
在 2021年《北京市主要乡土树种名录》中，榆科
树种占得 7 个席位。其中，有耐寒耐旱的大果
榆，耐盐碱、抗有害气体的青檀，耐水湿、耐阴的
大叶朴，以及拥有强大滞尘能力的裂叶榆，在北
京防尘治沙中贡献卓越。

在城市副中心，“榆树文化”更是一种独特
的绿色乡愁。除了著名的榆钱宴，本地还有不
少以榆树命名的村庄，像潞城镇的前榆林庄村、
后榆林庄村，漷县镇的榆林庄村……榆树已成
为通州本土文化中的一个符号。

甄优美眼中，榆树很低调，它不像杨柳每年
四五月份掀起声势浩大的飞絮，也不比国槐，在
盛夏时节飘下一场落满步道的槐花雨，而是悄
无声息地抽枝发芽，待到夏天便撑起如伞树冠，
山间、林地、城市绿化背景中到处可见。这些曾
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退隐的乡土树种，如今经
过精心培育，变成特色树种，成为城市副中心这
片平原推窗即见的“满庭芳”。

盛世润禾是全国特色榆科树种培育基地，
这里已经收集了近 6 万颗种子，涵盖 9 种 59 个
家系的北京乡土榆科树种。走进园区，榆树
形态之丰富，足以刷新人们对它的认知。“那
些一本双干、顶着球状树冠枝叶的是榆；那些
皮肤暗灰、如杨柳般低垂着‘刘海儿’是榆；那
些叶片像手掌那么大、光滑油亮的是榆；叶片
小如吊坠儿、带着锯齿儿的也是榆。”她说，当
年初入园区时，自己也被这些榆树的“颜值”
深深吸引。

今年30岁的甄优美出生在河北沧州的一个
小家庭。打记事起，父亲就爱种花弄草，每年春
夏秋，满院子的月季、芍药，现在她脸颊上的一
个黑点就是当年被院子里的丝兰扎的。“负伤”
没有让小优美“长记性”，反倒让她越发对植物
感兴趣，在活泼好动的年纪里，她总是默默地蹲
在草丛里踅摸，今天找出个四叶草，明天发现一
朵五瓣丁香。

后来，她顺理成章学了园林专业，如愿进入
这行。实际工作和课堂教学大不一样，还是得
从最基础的学起，先跟着老师傅学剪枝。“截枝、
疏枝、留枝”“剪口要靠节，位置合理且平整”“树
形美观、通风透光，树冠圆整，分枝均衡，分布要
与树种特征相适应”……师傅说的明白，但剪刀
真搁手上就“怂”了：“哪敢上手啊，跟做外科手
术一样！”现在，拿起剪刀的甄优美早已是位娴
熟的“理发师”。长期扎根一线，她每天跟随苗
圃技工师傅进行“地栽盆景”造型修剪，练就一
手绝活，一干就干成了通州区“金剪子”。她师
从老技师徐占廷学习“云片式”造型树的培育技
术，尝试新材料、新工艺，研发出“一种云片式造
型支撑架”及采用弹性绑扎带代替铁丝的工艺
进行造型树的造型绑缚，现已广泛应用到公司
产品中。

经过实践积累及物候观测，她发现了造型
榔榆萌芽时间比造型黄金榆晚 10天的规律，且
枝条生长缓慢，每年修剪次数要少于造型黄金
榆。同时，在树木萌芽前也要进行修剪，将病
枝、枯枝去掉，便于“云片”通风透气，减少病害
的发生。

“在苗圃内，造型榔榆和造型黄金榆居多，
造型修剪的时间和修剪的手法为重中之重。”如
今带着30多位“学生”的甄优美也成了职场小白
尊敬的“老师傅”，每天手把手传递经验。“为保
持云片造型，需要经常修剪，一般在新芽枝伸长
至5到6厘米时，仅留存2至3叶片，其余均用修
枝剪剪去，同时要保证每片云片的饱满程度。
为了控制生长，还得随时摘芽去梢。”这些都是
她一点点摸索出的宝贵实操经验。

始于颜值，陷于才华，甄优美越来越热爱这
片园子，越来越喜欢榆树的性子。“它们一点也
不娇气，扎根就能活。像脱皮榆耐阴，在河沟山
坳之中最常见。榆树的种子落在地上，但凡遇
到丁点儿雨水，不多时，土壤中就会钻出满满一层
的榆树苗。”

从 2019年开始，甄优美参与到苗圃的种质
资源收集和保护中。

原生态的榆树多见于海拔较高的京郊山
间，门头沟、延庆、房山、怀柔等远郊都是原生榆
树生长较为集中的地方。采种时间段很固定，
基本就在每年四月份，但去哪儿采、能否采到、
得去几次，多少得凭一点运气。

2019 年 4 月中上旬，甄优美和同事们登上
了怀柔喇叭沟门附近的野山。进山道路蜿蜒
曲折，车辆只能到达一处山坳，剩下的只能靠
脚。“大多数原生树种生长的位置都有些偏
僻，采种时走的也多是野路，看着就在眼前，
但想登上去，一个多小时也未必有收获。”甄
优美说。

榆树的种子就是“榆钱”。北京地区榆钱的
成熟期是在四月下旬。甄优美和同事们总要提

前去踩点，“晚了就得再等一年。采种
对于榆钱成熟度的要求很

高，因为榆树的种
子 寿 命

很短暂，能够保存活性的时间不长，采种之后还
要赶紧通风阴干，尽快播种。”甄优美说。

而且因为要确定种子的来源，所以采种时
不能拾落地上的榆钱。“我们上山一般都得带
着‘高枝剪’，为的就是直接从树上取种。”之
前一次踩点中偶遇的一棵大果榆让她提起来
就兴奋。“它要争阳光，所以窜得比周围植物
都高，目测得有 30 米。这大高个儿，可不能错
过！”甄优美和同事们迫不及待地从树枝上

“撸”种子。
大自然的奇妙有趣，令人着迷。在经过原

生地长时间驯化后，同一树种随着当地自然的
变化、历年天气的不同，会赋予榆树不同的样貌
和性格特征。甄优美说，他们收集到的每一批
种子都有一个专属“身份证”，记录树种、名称，
采集的经纬度、高度、时间等信息，以便对比榆
树生长环境的适应性和不同纬度的特性。

“所以每颗种子都很珍贵。”甄优美说。不
仅珍贵，还很难忘。采完这棵树的种子，她粉
色的运动裤上爬了一层黑点，定睛一看，一水
儿的蜱虫。甄优美不慌不忙地脱下鞋袜，抖

一抖、拍一拍。她说，采种工作其实很
孤单，需要沉得住气、稳得

住心。

山林探险 化身采种“特种兵”

科普绿化 美化城市的工程师

盛世润禾 400亩园林是各种花草树木的天下，也是小朋友走到
林下体验生态文明教育的课堂。600平方米的阳光房设置有自然体
验区、园艺展示区、阅读休闲区和手工活动区，甄优美就是这个园艺
驿站的“大家长”，几年来，经她手举办的科普活动足有70余场，3000
余中小学生受益。

园艺驿站这片区域已经成为林下“会客厅”，既是园区的“门面”，
也是创新创意的沃土。在园区内，能看到“三生”现代苗圃创新场景
应用项目空间，也是甄优美的“新作品”。

所谓“三生场景”意味着在园区能同时看到生产、生态、生活三种
场景。生产场景就是目光所及的阵列式树苗生产；生态场景则是利
用园区里的乡土树种，引入拟自然的种植方式，丰富景观搭配，从而
产生生态效应；生活场景指的是通过可游憩、可科普的互动园林场景
空间，挖掘林下经济更多活动内容，提供多样性的体验空间。

与普通场景不同，创新场景更智能。在这片区域，甄优美负责着
智能灌溉及基于射频识别技术（RFID）的种质资源收集、评价、追溯
系统的管理任务。这里为每棵植物悬挂电子标签，详细记录树木的
胸径、高度等信息，同时将日常的养护内容，如浇水、修剪、除草等信
息录入系统，实现智能监控。

走出园区，带上“小红帽”，城市副中心园林绿化美化工程中也留
下了“工程师”甄优美的身影。城市副中心 17条道路绿化工程行道
树的养护，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榆科树种的种植，以及西海子公园节
日花坛的布置等，都有她的全心参与。在 2019至 2023年间，她还参
与了北京林木种苗产业协会的 5项团体标准的制定，将实践成果转
化为制度性成果……

“乡土不土”是甄优美常挂在嘴边儿的话。在她看来，法国梧桐
长得快，美国白蜡观赏性强，它们确实“洋气”，但在园林专业出身的
园艺工作者眼里，它们与北京的情分远不及那些“平平无奇”的乡土
树种。“尤其是榆树，它不仅是如今绿化工程里的主要担当，也是本土
文化中的一个符号，寄托着浓浓的乡愁，它比我们更了解这片土地、
这座城市。”甄优美说。一棵榆树一年能吸收 8公斤的二氧化碳，却
对周边的环境没有苛刻的要求。在她看来，这也是一种工匠精神：踏
踏实实，默默奉献。

“育婴房”里当起护士阿姨

采集回来的种子都被送去了“育婴房”。
四月下旬的“育婴房”里，一人多高的榆树苗队列整齐，枝上分布

着星星点点的叶片。在外人眼里这些树苗都一样，但甄优美能看出
每列树苗不同的身世与姓名。

“同龄的树苗，属脱皮榆和黑榆个头儿大，它们长得最快，是行道
树的‘苗子’；叶片相对粗糙，叶片尖端3至5裂的，是裂叶榆，有较高
的观赏性，适合做搭配。”甄优美说，在资源苗圃里已长至手腕粗细的
榆树，都是五年前自己与同事多轮筛选出的优种。它们之中有不少
来自“古榆树”，如昌平区南口镇那棵三千多岁的青檀古树所孕育的
树苗，在其中有一百多棵。

在甄优美看来，不同身世和特色的榆树，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形
态，也奠定了它们将来所从事的“职业”。“这些乡土植物材料，有利于
丰富、探索榆树在园林绿化中的作用，便于植物搭配，为首都绿化增
绿添彩；也可以让更多人有途径和机会了解这些具有传承意义的榆
科树种，不会让乡土树种淡出我们的城市生活。”甄优美说。

到今年春季，该园区的榆科树种种质资源圃的规划面积已有50
亩，收集着包括大果榆、裂叶榆、脱皮榆、青檀等在内的9个榆科树种
59个家系的种质资源。它们除了来自北京郊区，也有小部分来自北
京周边地区，至今共繁育苗木超过3万株。

在树害防治方面，甄优美也有两把刷子。她会通过观察树木叶
片和枝干的颜色、状态，来判断早春树木是否成活、缺光照，或遭受病
虫害等。“对榆树来说，这种枝条就是干枯枝了，实在不确定就抠下树
枝，嫩绿色是成活的，灰色就是干枯枝了。而这种向叶背面卷曲的，
很可能就是遭了虫。”她翻过叶子，果然背面是密密麻麻的蚜虫。

“2008年以来，北京绿化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期，至今已积累了亮
眼的‘绿色资产’，树木作为这些绿色资产的主角，急需更多‘医生’。”
甄优美说，园区已经建立了树木医院，这里也将成为他们的研习所。
在她看来，为树木诊病是园林工匠的衍生价值，要成为“全能选手”。

始于颜值 金剪子剪出满庭芳


